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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楼加装电梯 造福老年生活

旧楼加装电梯是“惠民工程”，有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鼓

励有条件的地方加装电梯，能更好地满足居民需要。

从基层调研情况看，旧楼加装电梯是大势所趋，能产生较大

的经济社会效益。在成功加装电梯的诸多案例中，我们看到了

一支活跃在基层社区，热心解决公共难题的队伍，他们通常由老

党员、退休干部、老街坊和其他社会群体组成，自发形成基层自

治组织和服务团体，以法为据、以理服人、以情动人，有担当、有

方法、有成效，成为推动旧楼加装电梯的重要力量。

单靠行政命令及以行政体系为主要力量的基层治理模式，

难以有效、深入推动旧楼加装电梯的实施。以广州为例，广州

市、区两级在第一时间出台相关政策支持、推动“一站式”审批方

面可圈可点，但高低楼层业主之间的利益协调、矛盾解决等关键

难题仍然待解，基层自治组织和服务团体当仁不让地挑起了这

一“重担”。这就在原有治理体系中注入了新的力量。

在加强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方面，服务团体有着得天独厚

的优势。在不少旧楼加装电梯案例中，来自社区、服务社区的老

党员、老街坊们，本身就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他们以多年积累的

威望、口碑和邻里情感，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动员力，既能做到

重视大部分人的意见,又能合理对待反对声音，往往能最有效地

推动电梯加装。

北京、广州、福州在旧楼加装电梯中的基层治理创新实践，彰

显了社会组织、志愿服务的力量，是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

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有益尝试，有利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

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期待在旧楼加装电梯中，看到更多

和谐、高效的解决方案和更多元的模式探索。

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电梯已
经成为幸福老年生活不可或缺的“伙
伴”。如今在北京，给老楼装上宽敞
的新电梯，便利居民出行已经不是梦
想。北京住建委数据显示，仅 2018
年，北京全市为老楼加装电梯总计开
工990部，完成加装378部。

从最初通过“民意关”，签订电梯
安装授权委托书，到一部加装电梯正
式投入使用，还会面临哪些问题？经
济日报记者调查发现，加装电梯是一
个需要耐心的系统性工程。一部电
梯正式投用前，还要跨过“钱”“建”

“用”三道“坎儿”。
今年1月份，位于北京市海淀区

学院路街道二里庄小区 43 号楼的 5
部电梯正式投入使用。记者在现场
看到，这座6层楼红色的楼面外设有
5个电梯井，为老楼增加了几分现代
感。楼门向北伸出的电梯间以钢筋
为骨、玻璃为幕，电梯轨道清晰可见。

二里庄干休所社区主任林杰告
诉记者，他们管理的第四干休所和第
七干休所共有17栋楼1065户居民，
15栋有加装电梯项目，“80岁以上的
老人 520 多人，90 岁以上的老人 40
多人。加装电梯的呼声很强烈”。

从2017年初起，北京下决心解决
“老旧楼加装电梯”这一难题。“我们街
道的项目推介会是2017年5月24日
召开的。”学院路街道民政科科长王薇
薇记得，当年街道里就有6个社区90
个单元签订了电梯安装授权委托书。
如今，街道里有7个社区设立了加装电
梯项目。二里庄干休所社区是项目最
集中、进展最快的一个。

从施工到投用，加装电梯周期
有多长？今年 1 月份投用的 43 号
楼电梯项目很有代表性。作为海淀
区首批完成电力增容后投用的项
目 ，该 项 目 2017 年 9 月 份 开 始 施
工、2018 年上半年调试完毕、半年
后投用，前后历时一年多，也经历了
老楼加装电梯这一新生事物试点中
的沟沟坎坎。

“老楼加装电梯绝非今天开工明
天就能用这么简单。”海淀区社会办
负责老楼加装电梯工作的崔德辉说，
一部电梯从立项到正式投用，往往要
跨过“钱”“建”“用”三道“坎儿”。

为给老楼加上电梯这件“外挂”，
2016年8月份北京就制定了《北京市
2016年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试点
工作实施方案》。2018年3月份通过
的《老 旧 小 区 综 合 整 治 工 作 方 案

（2018-2020年）》明确提出，“根据群
众意愿，自下而上”开展老旧小区综合
整治工作，将加装电梯纳入老旧小区
综合整治清单。

有人算过一笔账：装一部电梯成
本约百万元。如果是一栋6层高、每
层2户的老楼装电梯，把100万元的
成本分摊到 2 层—6 层的各户身上，
平均每户要交10万元。这笔“大钱”
是加装电梯遇到的第一道“坎儿”。

目前，北京加装电梯有三种工作
模式：一种是“代建租用”，由业主委
托第三方作为实施主体，负责出资加
装电梯和后续维护，业主按月或按年
缴纳使用费；第二种是产权单位或集
体出资加装；第三种是业主自筹资
金，委托第三方实施安装和后续维
护，费用由业主约定分摊。其中，海
淀摸索出的“代建租用”模式采用最

为普遍。
为降低居民在后期使用环节的

负担，海淀区扩大了财政补贴范围和
比例，单部电梯最高可享受 70 万元
补贴。“一梯两户的楼门每月收费平
均180元，最高不超过280元。居民
出一部分使用费，企业垫付一部分，
政府给一部分补贴，把好事长久做下
去。”崔德辉说。

二里庄干休所小区采用的就是
“代建租用”模式，引进企业负责电梯
施工安装，垫付所有费用，政府按一
定比例补贴，不足部分通过给予实施
主体 20 年的经营权，向居民收取一
定的使用费来弥补。

资金有了保障，建设也是个精细
活。“老楼加装电梯是新生事物，都是
摸着石头过河。每家每户的情况需
要了解，相关部门要接触。我们要从
进社区作宣讲，一直忙到电梯正式投
用。”二里庄小区加装电梯的实施主
体——北京海房金润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负责老楼加装电梯的项目经
理韩建功告诉记者，“经过测算，电梯
建成后正常运转 20 年并实现 100%
收费，应该能收回成本。”

目前，海房金润已经签约252部
电梯，垫资建成70多部，涉及海淀区
13个街镇。韩建功说，老楼门前往往
铺设了污水、自来水、燃气、热力等管
线，但电梯井下不能有任何线缆，加装
电梯时需要同步改造，开放性的施工
需要挨家挨户沟通诉求，再加上北京
环保要求高、施工时间短，一部电梯从
开工到验收使用往往需要七八个月
时间。

电梯验收完成后，也不能立刻使
用。老旧小区电力大多负荷水平较
低，居民生活用电的容量及电压不能
满足加装电梯的需要，尤其是在多部
电梯集中安装运行时。自 2017 年 8
月至2018年12月底，海淀区既有多
层住宅增设电梯试点工作已累计开
工 495 部，安装完成 266 部，其中就
有60部由于电力不足不能满足电梯
运行需要，未能完成验收。

为解决上述问题，须给电梯运行
拉出一条专用的动力电，这又多了一
个电力增压增容环节。为此，海淀区
专门研究电力增容所需费用问题，决
定对加装电梯用电不足的部分增容，
费用由区政
府负担。目
前，海淀区已
招 标 了 2 家
电力增容实
施主体，安排
6900 万元资
金对加装电
梯用电增容。

未 来 老
楼加装电梯有
望提速。北京
住建委日前
称，将尽快制
定出台全市指
导性政策，规
范指导北京老
楼加装电梯工
作。同时，创
新工作方法，
缩短施工工
期，降低施工
成本。

北京：

加装电梯需过三道“坎儿”
本报记者 杨学聪

面对老旧小区居民对加装电梯日
益高涨的需求，各地旧楼电梯加装工
作正加快推进。其中，福建省福州市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取得了不错的效
果，这背后有什么样的经验？

位于福州市营迹路的省林业厅宿
舍，5 台新加装的电梯格外引人注目，
家住 7 层楼的黄老伯向记者一说起加
装的新电梯就来了精神：“年轻的时候
爬楼不觉得累，年纪一大爬一次楼要
休息三四次，有时候晚上想跟老伴一
起下来散散步，一想到这么高的楼就
算了。这个电梯解决了我们老年人的
大麻烦。”

黄老伯的话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老
年人的心声。早在 2010 年，福建省就
出台了鼓励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指导
意见，但申请加装电梯的老旧小区却
寥寥无几。福建省建筑规划处工程师
吕猷一语道破症结所在：“指导意见就
是要硬性满足规划要求，但对很多老
小区来说，规划早就没有余地了，很难
操作。”

这种尴尬的局面，在2012年发生
了改变。2012年，福州市委、市政府
专门召开会议，最终确定由福州市规
划局牵头起草了一份关于加装电梯的
细则。“起草后的细则里面有几个重
点。”吕猷解释称，“一是需要一个单
元或者一个项目 （可同时有几个单元
一起） 业主百分之百同意；二是福州
市规划局采用备案制而不是审批制，
即把加装电梯视为原有建筑垂直交通
的一个补充或者优化，规划部门只是
审查加装技术。这样做的好处有两
点：手续方便，避免不必要的法律纠
纷。”

经济日报记者翻阅了福州市规划
局相关审批文件，2012 年、2013 年这
两年间，最终福州装起来的电梯数量
还是不多，项目卡脖子的点就在这百
分之百同意上。

“后面我们又研究百分之百同意的
这个问题，我们向福州市法制办咨询，
又根据《物权法》相关内容，简化了一
些标准，只要求业主数量三分之二同意
就可以，不必同时满足面积三分之二。
总之就是一句话，为了操作更加简便。
只不过还有一个附加的条件，就是百分
之百不反对，可以有保留意见，可以不
签字，但不能有反对。”吕猷说，这样

一来，备案项
目的通过率大
大提高，再加
上福州市规划
局对电梯公司
出具的电梯加
装方案作技术
审查，福州市
老旧小区加装
电梯工程终于
迎 来 了 井 喷 ，
截至目前，福
州市规划局共
受理加装电梯
项 目 约 990
项，通过规划
技术审查项目
约700项。

记 者 在 采
访中发现，邻里
关系和睦的小
区，电梯加装的
工程往往是一

票通过。家住
福州市白龙路
天赐良缘小区
3 号 楼 顶 楼 的
胡女士就对楼
下邻居们称赞
不已。“我们与
楼下的邻居们
平时关系就特
别 好 ，当 时 知
道可以加装电
梯这个政策后
与楼下邻居们
一 商 量 ，大 家
都赞成。”胡女
士 所 居 住 的 3
号楼以全票通
过了加装电梯
的 决 定 ，2014
年 1 月份胡女士家就用上了加装的新
电梯。与胡女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同一个小区其他楼的邻居们，受到多
方制约，到现在都没有申请上加装
电梯。

目前不少老旧居民楼加装电梯都
是居民自发行为，除去相关手续办理
外，电梯的位置设计、选购、安装等问
题复杂，每一个环节都会因住户的不
同诉求产生分歧，邻里之间的矛盾也
由此产生。家住省财政厅宿舍的刘女
士就告诉记者：“刚开始来装电梯我们
是不同意的，我家就住在 2 楼，根本用
不着，而且电梯挡在我家窗户那里，光
线又差噪音又大。”因此第一次小区的
楼长来找刘女士签字同意安装时，刘
女士拒绝了。不仅仅自己拒绝签字，
刘女士还特意同对门的老邻居通了
气，两家人一起拒绝签字。

刘女士的情况不是个例，针对这类
问题，福州市创新了工作方法。“我们用
合力解决这类问题，一是通过小区所属
单位，让单位的退休老领导牵头去做思
想工作；二是让社区主动引导社区居民
响应惠民工程。”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副局长姚晓征说，为了当好这些已
经出现矛盾的居民们的沟通桥梁，福州
市各个老旧社区的居委会主任们多次
入户了解居民诉求，尽全力解决居民困
难。在单位老领导和居委会大姐的说
服下，刘女士终于同意加装电梯了。用
集体的力量解决部分成员的问题，成效
颇为显著。加之，福州市出台对居住在
一层二层的居民减免相关费用的贴心
政策，以及一些老旧小区根据自身特点
量身打造经济补偿措施等，在政府、社
区、民众三方推动下，福州市老旧小区
加装电梯的惠民改造工程迅速席卷
全城。

目前，福州市正在研究旧楼加装
电梯的新方案，即在 2019 年 2 月中
旬，将既有住宅增设电梯项目规划审
批权限下放至各属地管理，由福州市
各区行政服务中心窗口统一受理，各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办理既有住
宅增设电梯项目审批备案。这样既方
便群众就近申请，又可充分发挥街道、
社区协商调解优势，共同做好增设电
梯这项民生工程。此外，福州市规划
局还建议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行业监
管，各属地区政府可结合老旧小区改
造、小街巷整治以及城市景观改造统
筹规划，结合住户自行出资加装电梯
对老旧住宅区实行统一整治改造，既
减少政府投资又加快安装效率。

福州：

政策接地气 社区解难题
本报记者 薛志伟

位于广州市荔湾区周门街118号的“玻璃屋”，是所在街道彩
虹街为推动旧楼加装电梯工作成立的服务站。2月13日，“玻璃
屋”内人头攒动，慕名而来的广州市越秀区东华东路业主李昭瑜
找到了在“玻璃屋”值班的69岁老党员、志愿者梁伟元咨询。

“梁老师您好，请问在前期准备阶段，如何找到建筑的结构
图和四至图？低楼层业主不配合不表态，怎么解决？”“建筑的结
构图和四至图可以分别去广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和广州城市规划
勘测设计研究院查询索取；化解低层业主与其他楼层业主的矛
盾是关键，要做好思想工作……”

类似的对话，时常在“玻璃屋”发生。这个由荔湾区老党员、老
街坊担任志愿者，彩虹街党工委、城管科联动协调的“神奇小屋”，
几乎成为广州市旧楼宇加装电梯当事人“取经问道”的首选地和矛
盾调解室。“玻璃屋”所在的彩虹街道，“加梯率”也一直位居广州市
前列。“关于电梯，邻里间过去说的都是困难，如今听到的都是开心
的事。”“玻璃屋”志愿者、彩虹街道办事处城管科黄穗东说。

在加入“玻璃屋”之前，梁伟元是彩虹街道荔华楼加装电
梯筹备小组的核心牵头人，也是荔华楼的居民。据他介绍，随
着楼里老人的年龄增长，上下楼梯的难题日益凸显。楼里一位
七旬老人家住七层，每次独自买菜回家，都要在楼梯拐角处将
装满菜的袋子扔到上半层，倚靠着扶手慢慢走上去，弯腰拾菜
再继续爬楼。

这样的身边事例，成为老街坊们平日里的家常话题，也被梁
伟元视为劝说加装电梯反对户的“感情牌”。“加装电梯并不是一
帆风顺的。筹备小组刚提出加装电梯时，就遭到了六七户的反
对，其中有一户因为被严重遮挡，住户态度非常激烈。”梁伟元
说，不同小区加装电梯情况不尽相同，但一个共同的核心难点是
协调高低层住户之间的矛盾。

“我们一方面认真反复听取反对户的心声，一方面和他们聊
邻居们的难处，和风细雨地拉近街坊感情。同时，在技术上对楼
宇结构、消防安全、光源遮挡、噪音粉尘污染等多方面请专业机
构设计评审、严格把关，将加装电梯对居民生活的不利影响和后

顾之忧降到最低。”对被遮挡最严重、
反对声音最大的住户，梁伟元上门20
多次调解，住户最后同意加装电梯，并
主动将遮光补偿金从 50 万元降至
5000元。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及施工，2017年
1月份，荔华楼A、B、C、D四部电梯投入
使用，住户从此告别了爬楼梯的日子。电
梯加装后，荔华楼已经连续两年在大院
中举办筵席，数百名街坊欢聚一堂，当初
持反对意见的业主，如今早已成街坊“老
友”，邻里之间关系更和睦了。

近年来，广州市、区两级在制定出
台扶持政策，搭建服务平台上纷纷出
实招，将加装电梯这一惠民之举做精
做细。截至目前，广州市已出台多个规
范性文件，市城市更新局牵头组织各
区推进779个老旧小区微改造，将加装
电梯作为其中一项改造内容统筹推
进；荔湾区、天河区、越秀区等多个市
辖区先后出台加装电梯工作方案，并
对符合条件的电梯给予每台 10 万元

至15万元的财政补贴。
“老旧小区居民日常最关心的就是爬楼梯，加装电梯是民心

所向。”在广州市荔湾区旧楼宇加装电梯服务中心，退休党员、志
愿者董义德是远近闻名的“加梯智囊”，他已协助广州市数十栋楼
宇业主推进加装电梯。经济日报记者在荔湾区旧楼宇加装电梯服
务中心看到，在推进“百梯万人”旧楼宇加装电梯工作中，这里已
被建成“一站式”服务平台。服务中心内，加装电梯相关文件的内
容、技术规程和操作步骤详细展出，10家电梯企业和加装经验丰
富的志愿者现场办公，提供电梯加装全流程咨询。

越秀区以“1+1+18”模式构建起完备的加装电梯服务体系。第
一个“1”，是由越秀区房管局更新局牵头组建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服务中心；第二个“1”，是越秀区政务服务中心开设加装电梯咨询
预审专窗；“18”是指在18个街道政务中心设置电梯咨询专窗，各
审批部门不断优化流程，形成一门受理、“一站式”审批服务机制，
市民在家门口，也可以体验电梯加装的各类专业服务。

在多方合力推动下，广州市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参与热度与
审批数量持续攀升。继2017年全市审批通过既有住宅增设电梯
数突破900宗后，2018年这一数字达1470宗，同比增长64.2%。
截至2018年底，广州市累计加装电梯审批总量已达4461宗，已
建成2393台，惠及居民45万余人。

广州：

基层组织发挥重要作用
本报记者 喻 剑

在加装电梯中推进基层治理
喻 剑

近年来，越来越多居住在老旧小区的

老年人，面临着没有电梯带来的上下楼难

题。因此，给老旧楼加装电梯也日益成为

社会关注的热点。

在加装电梯过程中，存在哪些困难？

不同地方又是如何解决的？近日，经济日

报记者走访北京、福州、广州三地，为老楼

加装电梯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寻找可行的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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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财政厅宿舍加装的电梯。

本报记者 薛志伟摄

梁伟元在广州市荔湾区彩虹街道“玻璃屋”内

介绍街道加装电梯情况。本报记者 喻 剑摄


